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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资金成本压力大，是我省大多数中小企业无法回避的难题。
今年，这道考题，难度更甚。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运行骤然“停摆”，收益本已趋零，可人力、租赁、利息、

税费等成本支出依然存在，许多企业不得不依赖账上有限的现金余额维持生存。

处于各类产业链末端、行业分布有局限性、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中小企业，极有
因资金链紧张、断裂，走向破产的可能。

关键时刻，我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救急纾困，各行业市场主体应变闯关，化危
为机。

提要

辽阳弓长岭温泉滑雪场董事长崔恩伟
的微信朋友圈里，有一张照片让人难忘。

一对滑雪板，交叉竖立在镜头前。板
后，偌大的滑雪场内，漫山厚雪，空无一人。

“今天，自己在雪道抗病毒，增强体质。”图片
上方，一行配文，字少“意”多。

这天是今年的1月29日，大年初五，是雪
场因新冠肺炎防疫需要，停业的第三天。往
年这几天，雪场人气最旺。

“我拿起雪板，打起精神，号召大伙儿和我
一起上山，享受一场好雪。”10月27日，当雪场
再次“满血复活”、全面备战新雪季到来时，崔
恩伟这样解释着当时的“心大”，“就想用这样
的行动，让大伙儿认为我对未来充满信心。”

然而，他的“戏”，不难被看穿。他的号
召，无人响应。镜头外，雪场总经理田明爽
刚刚止住一场无法遏制的号啕，其他留守员
工，隔窗看着空旷的雪道上，那个上下往返
的孤独身影，沉默不语。

上年，为了在新的雪季大干一把，崔恩伟
投进去1700多万元，资金链立刻紧绷。今年
大年三十刚过，所有人都摩拳擦掌，铆足了劲
儿，一心想着把投入尽快变为收入。“谁承想，
新冠肺炎疫情来了。”时隔9个多月，说起当时
的情形，田明爽还是眼圈泛红，“连急需赔付游
客订金的钱都拿不出来，眼瞅着就撑不住了！”

弓长岭滑雪场的“勉力支撑”，并不偶
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不久，清华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商业模式创新调研组，联合北京
小微企业综合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对北京、
江苏、广东等 31个省（区、市）的 1506家中小
企业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情况及诉求进
行了问卷调查。从企业账上现金余额能维
持 的 时 间 看 ，1、2、3 个 月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37.05%、31.61%、17.2%，只有 8.96%的企业表
示可以支撑6个月及以上。

更多精彩

扫码观看

危机带来的挑战，事关企业生存，事
关整体经济运转和社会稳定。新冠肺炎
疫情，仿佛一块试金石，让企业承压的同
时，也给有关部门、机构出了一道大大的
考题。

“事实上，中小企业对资金，尤其流动
资金的重要性，要比许多大企业的认识还
深刻。众所周知，与实力较强的大企业比，
中小企业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的融资机
会，要么不多，要么成本较高，自己‘找’到
的融资渠道也较单一。”张天维认为，此次
新冠肺炎疫情，将如何解决中小企业不敢
贷、不能贷、不愿贷、不会贷等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又一次极具视觉冲击力地摆上了
桌面。

事实也是如此。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我省许多中小企业意识到调整经营结
构的重要性，开始考虑落实借危机按下“暂
停键”的时段，选择适合当下及未来发展的
产业及产品。“然而，就算我们的计划获得
相关部门的认可，我们还是很难拿到合心
意的融资。”采访中，我省一位不得不再次
把投融资伙伴，定义为“亲戚朋友”的民营
企业家表示。

对此，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给出了自己
的意见。即在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首先
要解决的是“难”。这个扣解开了，会引起
资金供求关系的变化，“贵”的问题也就迎
刃而解了。在此进程中，政府部门要明确，
发展与监管的关系中，发展是首位，对于中
小微经济体，要提高监管容忍度。

无法向银行提供有效抵押物，是中小
企业融资难题中，比较普遍的现象。北京

工商大学区域金融工程研究中心杨德勇
等专业人士认为，解决这个难点，金融机
构的步子需更大一些。他建议，政府的中
小企业担保中心或有政府背景的担保公
司，多为当地的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
同时，降低担保门槛和手续费，缩短审批
流程、提高审批效率。

专家的建议，在我省已有动作。着眼
于金融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做好“六
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我省金融部门
发力作为。

人民银行沈阳分行等 7 部门制定支
持实体经济平稳发展的若干措施，其中仅
利用人民银行专项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就
向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发放低成本贷款
334 亿元；省担保集团紧急运营 3 亿元的
应急转贷资金，推出政策性担保产品，免
收相关企业担保费，降低反担保条件；鼓
励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降低担保费率至
1%及以下；落实创业担保贷款支持政策，
对相关企业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时给予优
先支持，上半年，全省（不含大连）发放创
业担保贷款 20.7 亿元，是 2019 年全年投
放额的 1.9倍；税务部门帮助企业将纳税
信用转化为融资信用等，也广受中小企业
好评……

更 多 的 新 构 想 ，仍 在 不 断 成 为 现
实。发展与中小企业相匹配的中小金
融机构，延长小企业贷款期限，完善多
层次的信用担保体系，构建多层次的
资本市场，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和私募股
权基金……无疑，今后，相关部门还将给
出更多优秀答案。

用改革焊牢资金链的断点

疫情冲击，资金短缺成诸多中小企业最大痛点，更引发政企银共同行动

要留青山在，怎引活水来
本报记者 唐佳丽 文并摄

水落则石出。复盘新冠肺炎疫
情以来，我省中小企业遭遇的资金危
机会发现，企业现金流普遍不足、资
金链条薄弱的问题，最令人担忧。

如今，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控制稳
定，在多项助企政策的合力支持下，
企业大多筑底企稳。但采访中，多位
专家再次提醒我省中小企业经营者，
要学会有效控制现金流，在资金的使
用过程中做到看准方向、量力而行。

控制好现金流，关键是做好对
“力”的“计量”。采访中我们发现，新
冠肺炎疫情下，那些“转危为机”的企
业，大多极其重视资金管理。他们把
现金流管理视为企业运转及长远发展
的关键所在。由此，他们才能从容走
出“突然的迷茫”，调动充沛的资金资

源，把握住“稍纵即逝”的市场机会。
反观我省部分中小企业经营者，

不但谈不上对现金流进行合理储备，
甚至从初创时期就未曾意识到对企
业金融基础基本设计的重要性。结
果，遇到问题仓促应对，“上轿才扎耳
朵眼儿”，以致发展道路上，融资成本
不断提升，企业发展危机四伏。

当然，控制现金流，并不等于让
资金成为停留在账面上的数字。“量
力”过后，“行”才是目的，这其中，

“行”的方向选择尤为重要。针对我
省中小企业实际，许多专家建议，要
抓住目前前沿技术的应用正向社会
各领域渗透和扩展的机会，利用企
业规模小、转型快的特点，运用有限
的资金，实现创新发展。

也谈“量力而行”

崔恩伟在弓长岭一筹莫展的时候，我省许
多中小企业的经营者同样忧心。经营受到重
创，企业资金沉淀在不同环节。如若金融支持
跟不上，企业经营和现金流循环不能恢复，资金
链一旦断裂，后果不堪设想。

“企业的焦虑，我们看得很清。”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后，为了方便纳税人办理业务，朝阳市税
务局大力推广“无接触式”办公方式，同时，通过
线上渠道，对辖区内的企业进行调研。“那时候，
从省局到我们，大家都在探讨助企方法，盼着纳
税主体能留住‘青山’，盼着政策下达，急着把政
策落实。”局长孟德柱介绍。

“留住青山”，是社会共识。让金融的“活
水”迅速浇灌市场主体，助企纾困，很快成为各
部门的共同行动。从2月开始，助企政策“组合
拳”自上而下，在我省密集发布、落地，真金白银
的输血，让企业绝处逢生。

“我省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力度相当
大。”省财政厅经建处处长王新宇表示，落实减
税降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加大帮扶力度，“筹
措安排的财政资金规模空前。”

“以减税降费方面为例，在国家规定的相关
政策基础上，我省实际出台了25条政策措施。”
省税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特别是在地方税收
权限内，还出台了减半征收中小企业房产税和
城镇土地使用税等税费减免政策，仅前7个月，
全省新增的减税降费就达514.6亿元。

为了保持中小企业融资现金流入的供应，
我省银行机构迅速行动。“对有贷款的企业，我
们首先保证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兴业银行
沈阳分行企业金融部总经理潘磊记得，许多银
行在科学判断企业实际经营能力后，都没放弃

对企业的授信支持，还设计了适合企业在维持
生存和经营恢复期间现金流特征的金融工具，

“比如，我们提供了无还本续贷的‘连连贷’，希
望能最大限度减轻企业资金压力。”

国有企业也挺身而出，对承租国有资产类
经营用房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中小企业减免房
租，“截至 7月末，我们对 3966户中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共减免房租12145.34万元。”省国资
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的发放利率降至
1.6%以下的优惠性贷款24.26亿元，落实支农支

小再贷款优惠政策，降低企业融资担保费率等；
安排帮扶小微企业复工复产资金1.7亿元，缓解
交通客运、旅游、住宿餐饮及农业企业阶段性困
难；筹措资金 15 亿元，重点支持企业“双创”升
级等；筹措资金 2.37 亿元，为外经贸企业保经
营、稳发展提供资金支撑……

“这些政策，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全省财
政收支矛盾异常突出的情况下出台的，资金的拨
付也相当及时，这不但为企业送去‘及时雨’，更让
他们看到继续发展的希望，坚定了他们对未来的
信心。”辽宁省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连家明认为。

好雨知时节

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随着各项纾困政
策的迅捷落地，苦苦支撑的中小企业日趋活跃。

4月16日，弓长岭滑雪场收到财政部门下拨
的270万元帮扶资金，“‘救命钱’到了，200万元左
右的资金缺口终于补上了。”田明爽破涕为“爽”了。

3 月至 5 月，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
的新御膳酒楼收到辽宁机场集团减免的180多
万元的房租。“门店最大的一笔固定开支被化
解。”总经理石力心上的一块石头落地。

6 月，辽宁当先食品有限公司账面上出现
500 余万元的所得税汇算清缴退税、留抵退税
等款项，公司财务经理孙淑梅长舒一口气，“停
在港口的货物终于不用再缴滞纳金了。”

“助企政策、解困资金肯定能解企业之
急。”沈阳新松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勇认
为，经历这场危机后，中小企业也该自问自省：
如何在遇到突发灾难性事件时，提高应对经验
和抗风险能力？如何提高自己的融资能力？

新松医疗是生产医用制氧机和无创呼吸机
两大呼吸康复设备的企业，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为保障治疗所需的制氧机和呼吸机供应，企
业开足马力加紧生产。5 月，作为生产防疫物
资重点保障企业，公司获得 500 万元优惠性贷
款。得此助力，黄勇带领团队抓住了更多的市
场机会。8月17日，公司发布的半年报显示，净
利润达1495万元，同比增长463.15%。

“抓住机会的前提，是提前看到机会，摒弃、
淘汰落后产能，大胆转型升级。”黄勇表示，“提
升融资能力的根本，是提升企业运行质量。”

经历新冠肺炎疫情一役，这样的认识，已成
为我省许多企业“痛的领悟”，也变成企业苦练
内功的“信条”。

“同质化、低端的产品，只能靠压低成本、价
格来和对手竞争。”之前，朝阳市北票爱康纺织
印染有限公司生产毛巾、浴巾等产品，“相似的
小企业，仅河北省就有1万多家。不压低成本、
价格，就没法占有市场地位。”总经理齐彦辉也
曾为此犯怵。新冠肺炎疫情下，成本优势不再，
企业生存危机骤起。5月，收到了107万元的退
税款，唏嘘不已的同时，他果断决定，购入十多

台用于生产高端产品的织造设备，引进新技术、
扩充产品体系，开辟“抗打击能力强的”高端产
品市场。

告别“一季养三季”的“舒适区”，崔恩伟调整
经营战略，补上资金缺口的同时，快速应变，上项
目、谋发展，推出四季经营模式，雪场唱起“四季
歌”，往年几乎零收入的季节，今年已有120多万
元的收益。崔恩伟说：“最关键的，这样的经营方
式，吸引了许多投资者的战略投资兴趣。”

“我省中小企业风险管理和抗压能力普遍
较弱，账面现金不足，无法承担高额成本的企
业并非少数。提高中小企
业融资能力，是帮助其生存
下来的有力抓手。”辽宁社
科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张天维认为，“化危为机，重
新思考产业产品定位，探索
转变生产经营方式，对仍然
有志搏击市场的企业而言至
关重要。”

欲得“外力”先提“内力”

中小企业闯关深观察之三

观与思

重新活跃起来的机场商业业态。

辽阳弓长岭温泉滑雪场综合雪道上，崔恩伟（左）和
工人们一起查看新铺设的滑雪魔毯。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餐饮店内，顾客正在用餐。

税务干部在北票爱康纺织印染公司了解减税降费政策落实情况。

引子


